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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恩施市林业志》今已问世，可喜可贺。

， 恩施林业，从来无志，历代史书，虽有林事资料记载，亦是一鳞

半爪，只言片语。解放后，中共恩施县(市)委、恩施县(市)人民

政府十分重视林业，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

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近四十年来，建立了完整的林业行政机构，发

展了企、事业，林业职工队伍逐年壮大，林业资源的新建和开发成效

。 显著。为抢救历史，保存史料，总结正反经验．探索林业发展规律，恩

。 施市林业局党总支于1984年7月研究决定，抽调一名干部专门编修

i 《恩施市林业志》。在市委、市政府直接领导和市志办具体辅导下，

． 经过多方面努力，终于完稿付印．

编修地方志，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编修《林业志》，则

史无前例。此志，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以保持事物的本来面目

和。详今略古、详近略远修的原则，其上限始于晚清(1 840年)，下限

止于1985年，对其间的林事活动，客观地作了记述，为全市林业工作

者继往开来、振兴和发展恩施林业，增强森林资源，增强林业活力，

提供历史借鉴。
{

j
’

●

? 伍先杰

． 1 989年11月7日

^

}



例

一、《恩施市林业志》是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纪

实，为发展林业生产提供咨询与借鉴。

二、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以《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撰写而

成。

三、本书体裁，按搿事以类从，详近略远，分期综述，横陈现

状一的体例编写；用语体文记述。．

四、志书采用纲目结构编排。

五，恩施市行政区划几经变动，对1 982年4月以前，统称恩施县；

1982年5月1日至1983年1 24，市、县分治期间，市、县分述中省去

恩施市，县二字，统用恩施；I984年1月4日以后称恩施市。

六、本县、本市，全县、金市，系指恩施县、市。

七，数字表示，一般用阿拉伯数码。

八，本志书省去林业地形图及森林分布图。因1976年由刘圣才主

编的一本出版有《森林普查地图册》。

九、本书断限：4上限定为1840年。下限断至1985年，个别纲目也

有断至1986年、1987年，大事记延至1989年。

十、统计数字以市统计局的为准，有些编目的数字以林业调查

队，林业检查组的为准。

十一，新中国建立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厂

移



《恩施市林业志》编纂领导小组

成 员 名一一单

组 长：王光荣(市林业局局长)(1 984年7月至1986年9月)

、

曾安隆(市林业局局长)(1 986年9月至1988年4月)

伍先杰(市林业局局长)(1 988年4月⋯⋯⋯)

副组长：李廷柱(市林业局副局长)

成 员：陈天虎(市林业局副局长)

刘少清(市林业局副局长)
l

吴 锐(市林业局政工股股长)

l趸墓盈(市林业局办公室主任)

田昌华(市林业局财务股股长)

黄银凤(市林业局保密员、档案员)

／
齐书清(恩施市志经济篇副主编、市林业志主编)

％‘獭

参搂，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

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不达米亚。希

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

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

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 ，

一．恩格斯

U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

等地位。

一毛泽东



最近的洪灾涉及到林业，涉及到木材的过量采伐·看

来中国的林业要上去，．不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不行。是否可

以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项议案，规定凡是有劳动

能力的中国公民，每人每年都要种几株树，比如3至5株，

包栽包活，多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总之，

要有进一步的办法·

一邓小平

1 981年3‘月



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植澍造林，。绿化祖国。

泽民

蠢
8

。；。凇黝，嬲；。氘



概 述

恩施市位于鄂西南山区中部，系清江上游，地理座标为东经

109。4 7一109。587。北纬29。507—30。39 7。东西横距86．52里，南北

纵距90．15公里，东与建始、鹤峰两县交界，南与宣恩县相连，西与咸

丰，利川两县毗邻，北与四川省奉节县接壤。距省会武汉市646公

里，全市总面积3971．6633平方公里(595．7495万亩)。历来是鄂西

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 春秋为巴国地；战国为楚巫郡，秦汉属南郡，三国吴及晋属建平

郡，名沙渠县；南北朝时后周置施州及清江郡，隋改庸州；唐代为施

州，后改清江郡，清化郡，又复为施州f宋元均为施州。 明为施州

卫，清初因之，雍正六年(1 728年)设恩施县。乾隆元年(1736年)

设施南府，恩施县为附郭首邑，民国初废府存县，恩施县直属湖北

省，民国4年(1 915年)属荆南道，民国15年(1926年)改属施鹤

道。民国25年(1 936年)属湖北省第七行政督察区。’抗日战争时

期，湖北省政府迁移到此。故恩施曾一度作为省临时省会，历时七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恩施县属恩施地区。1982年恩施县的

施南镇和红庙公社所辖区域，成立恩施市。1983年，恩施地区建立鄂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恩施市、县属之·是年8月9日，经国务院批

复：撤销恩施县，并将恩施县的行政区域，并入恩施市，沿用至今·

清朝全县分为甲，设乡约。民国初仍实行乡保甲制，县下设乡，

乡下设保，保下设甲·民匿23年(1934年)，恩施县设五个区，

区下设联保，保下设甲·民国25年(1936年)划为四个区，41个

· 1 ·



联保，472个保，4445个甲·民国28年(1939年)撤区，金县以

集镇(街)为中心设立32个乡·薪中国建立后，1949年儿月7日，恩

施解放，恩施县人民政府成立，设5个区1个镇，1952年土地改革

后，全县设15个区，1个镇，1953年，撤销第五区，(今双河、石

窑)划给新塘(第四区)、红土(第六区)，将第十五区(今芭蕉)改

为第五区，全县为14个区，1个镇。同年春季，将粟谷湾、挖断山，

头棚、甘坪、长坪等5个乡划给宣恩县椿木营区；建始县的长岩屋

乡，划给恩施县第六区(今红土)所辖。1958年建立公社，改为14个

公社。196 1年至1962年，公社改为区。1975年，．撤区并社，全县设23

个公社1个镇。1 984年撤社改为区乡制，金市l 5个区，2个镇3个街

道办事处，148个乡(镇)14个居民委员会，6 17个村，324个居民小

组，6209个村民小组。

境内人口：在清同治三年(1 864年)人口为337000人，光绪6年

(1880年)下降为271921人，宣统三年(1911年)又下降为267546人。

民国17年(1928年)为271508人，1949年为351286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三次人口普查统计：1953年人口为

384186人．1964年为455879人．1982年为653 165人．1 985年为678953人．

36年增长93．28％。

恩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境内居住着16个民族，以土家族

为主。

同治三年(1 864年)鼻邑民有本户、客户之分，本户皆前代土

著，客户则乾隆设府后贸迁而来者一·当时土著占总人口的78．44呖，

客户占2 1．56％。

1982年人口普查， 总人口658165人， 其中汉族473584入，

占71．96％，少数民族184581人，$28．04呖，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
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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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家族174279人，占总人口的26．48％。其次是侗族880i人，，占

1．34％。第三是苗族1248人，占o．18％。有壮族100人，回族65人，．

满族38人，彝族16人，蒙古族10人，黎族6人，朝鲜族、畲族各3

人，白族8人，土族2人，藏族、纳西族各1人，占0．04％。 一

市境内山地，属云贵高原的东延尾部，巫山余脉环绕西北边境武

陵山脉余支从东北向西南横亘金市。群山耸立，起伏悬殊，峰岭叠

障，峡谷深渊，沟槽交织，河流纵横，溶洞、伏流、瀑布，断涧较多，、

地势以东南和西北两翼最高，一般海拔1 500米左右。近似山原地貌；

2000米以上高峰有12个，最高峰在大山顶石门子，海拔2078米。西

南及东北次之，绝大部分海拔800一1300米，有错落的山间坝槽，最低

处在红土绵羊口，海拔262米，中部由于地层下陷，形成山间陷落岔

地，海拔500米左右，清江由利川流入市境内，从西向东，贯穿市境

中部，在绵羊口入建始境内，注入宜都，汇入长江。1200米以上的高

山占总面积的28％，海拔800一1200米的二高山地区面积达44．8％，800

米以下的低山面积为27．2％·

本市地处中纬度地带，属亚热带气候，水热条件较好．雨量充

沛，温暖湿润，气候的垂直变化十分明显，呈现立体的小气候特色，

年平均气温7—17℃，日照时数1200--1 500小时，年太阳辐射总量

86—95千卡／平方厘米。年大于和等于摄氏10度活动积温2100·

5300℃。年降雨量1200--2000毫米，相对温度79—88呖·无霜期

160天一300天，低山地区四季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热，雨多风

小，年积温高，无霜期长．二高山地区，有四季之分，春迟秋早，夏

暖冬寒，湿润多雨．高山地区，冬长夏短，日照充足，风大雨频，雾

浓雪多，冷凉潮湿，无霜期短。

金市成土母质以沉积岩，石灰岩分布较广泛，占总土地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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